
第30卷第5期
2004年5月

财经研究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Vol. 30 No. 5 
May. 2004 

中国石油安全的战略抉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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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石油安全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实证分析显示：中国经济持续

快速增长放大了石油供需矛盾，石油安全问题日益显现。 比较分析表明，中国石油安全战

略可归纳为
“

应急的石油储备”和
“

多元化的石油来源 “ 两个核心，以及“提高石油企业的国

际竞争力 ”一个关键点。 政府应更加重视和支持石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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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油安全及其问题的渊源

石油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体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一国国民

经济及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所谓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国最为根本的经济利益

不受伤害。 国家经济安全广义上可以分为
“

安全领域内的经济范畴
“

和
“

经济

领域内的安全范畴
＂

，前者在于采取合理的经济手段来保障国家安全；后者在

于国民经济自身的安全性，其首要意义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领域自身能够在

竞争中获得生存与发展能力，不会受到重大的威胁。 事实上，在当今经济全球

化时代，国家安全与否最终也是在经济领域等范畴内有所体现。 经济领域的

安全范畴强调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发展的稳定性。 从
“

经济领域内的安全范畴
＂

考虑，石油安全主要是指一国拥有主权、或实际可控制、或实际可获得的石油

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能够保障该国经济当前的需要、参与国际竞争需要和可

持续发展的需要。 从经济学供求理论视角分析，石油安全的本质是供求矛盾，

而这一矛盾的焦点在于均衡价格。 换言之，合理的石油价格和稳定的石油供

应是石油安全的核心问题。 石油安全的根本内涵是在一定的价格水平范围内

石油可靠的、安全的和稳定的供应以及满足需求。 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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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考虑，石油安全的判断标准主要包括国民经济的独立性、石油供应的经济

性、石油供应的可持续性三个方面。

石油安全问题主要源自石油这一重要能源所具有的三个天然属性。 一是

高度依赖性。 石油是现代工业和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是国民经济不可或缺、

无法替代的重要能源和工业原料，国民经济对石油具有很强的依赖性。 例如，

两次石油危机使美国经济损失高达4 万亿 美元，平均每个美国国民承担大约

2 .  5 万 美元的损失。 当今，美国面对石油危机的冲击仍然表现得颇为脆弱，因

为石油还占整个美国能源需求的 37%；占整个运输部门能源需求的 97%。 中

国运输部门消费中，石油和天然气占6 9%。 二是天然的稀缺性。 石油最基本

的特性是稀缺性，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 自19 世纪中期石油工业诞生以

来，由于技术发展的限制，石油储量的探明量有限，人们对于石油资源耗竭的

担心一直不断。 经济增长和石油消耗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伴随经济增长，世

界石油的地质蕴藏总量不断减少，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两次石油危机从一个

侧面凸现了世界石油资源的稀缺性，而这种稀缺性必将伴随强大的需求增长

而愈加凸现－—－到2020年世界石油需求将增长60%，每年达到400亿桶。

三是分布的不均衡性。 石油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导致石油供需矛盾更为尖锐。

世界石油资源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中东、北非、中亚、俄罗斯和北美地区，其中，

中东和北非是石油储量最多的地区，占巳探明储量的68％和待探明储量的

30%，而这些地区大多是政治、民族和宗教矛盾错综复杂的地区。 石油的这些

重要属性，使石油成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

二、中国石油安全透视

中国国民经济对于石油的依赖性在不断增加，石油在中国能源中的地位

迅速提高。 1978年以 来，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以 及持续的经济发展导致中国

能源需求，特别是石油需求的快速增长。 据统计叭2000年交通运输、仓储及

邮电通信业能源消费总量为9 916. 12万吨，其中，原油消费量和汽油消费量达

到1562. 81万吨，超过煤炭的消费量1 139. 94万吨。 自1997年后，中国石油

消耗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重均超过20%，并且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参见图

1)。 一些国际机构也预测了这种变化趋势。 国际能源机构预测，未来20年

内，世界石油消费将以年均 1. 9％的速度增长，需求量将从1997年的每天

7 450万桶增长到2020年的每天l.l5亿桶。 发展中国家的石油需求将成为

未来国际石油消费的主要力量，发展中国家的石油消费将从1997年占世界总

量的4 3％增加到2020年的55%，其需求速度也将快千经合组织国家2倍。

中国和印度未来的石油消费将占整个发展中国家需求增噩的 1/3，中国的一

次石油需求年均增长率将达到4 .4%。 美国能源部预测，未来20年内，中国

的大部分石油消费将由交通运输业的需求带动，在所增加的石油需求中，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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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油消费将来自交通运输业，中国交通业消耗的石油将从1999年占全国石

油消费总量的1/3增加到2020年的 55％气参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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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石油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重(1978~2001 年）及其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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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求矛盾预计将会继续扩大，到2005年前后，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

国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而21世纪前10年，中国原油产量年均增速预计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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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石油进出口差额(1980-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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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5�3. 68亿吨和4.. 30�5. 50亿吨区间，供求缺口在不断扩大。

中国对外石油依赖程度 不断加深。 中国石油出口 基本保持在2 000~ 

4 000万吨的水平，但是，自1985年后石油进口逐步升高，尤其是1996年后上

升幅度迅速放大（参见图2)。 石油进口的快速增长是中国石油供求矛盾发展

的必然结果。 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当年石油净进口 872 万吨，自

1965年以来首次出现石油赤字。 此后，石油进口稳步快速上升，进口费用逐

渐增长，2000年的进口费用比 1999年猛增了220%,2002年的进口量和进口

额分别是8 975万吨和 165亿美元。 进口石油约占中国石油消费总量的 1/3。

对外石油依赖程度是指一国或一地区进口石油需求占其石油消费总量的比

重，比重越高，对外石油依赖程度就越高；反之亦然。 近年来，中国对外石油依

赖程度快速上升且趋势明显（参见图3)。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测算气1997

年中国对外石油依赖程度为 22. 3%, 2010年和 2020年将分别 增长到61％和

76. 9%。 根据统计数字测算可以得到基本相同的 结论（参见图3)。 中国在未

来 20年内将达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时美国对石油的依赖程度，甚至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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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国对外石油依赖程度变化及其趋势

中国对外石油依赖路径已经形成且难以改变，中国石油安全问题日益显

现。 虽然中国石油的自给率都在50％以上的安全界限以内，能源供应再也 不

可能像过去那样完全依赖千国外而受制千人。 但是，中国由一个石油净出口

国变成 一个石油净进口国，进口石油不断增加，巨大需求与自给不足使外部风

险因索逐渐增多，中国石油安全问题也由此凸现。 对外石油依赖程度是估量

一国或一地区石油安全态势的重要指标。 在一般情况下，对外石油依赖程度

的 增长意味着石油供应安全的脆弱性在增加。 根据西方的石油安全理论，石

油进口依赖所造成的石油安全的脆弱性评价方法分为物质方法和经济方法。

其中，最重要的评价方法是石油进口依赖与石油进口脆弱性之间的关系（参见

表1)。 石油进口依赖的脆弱性是理解石油安全的关键因素。 应用这一评价

方法考察中国石油安全状况，可以得到结论，中国未来石油进口需求的 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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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对外石油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的国内石油市场与国际石油市场的联系

必将日益密切，国际石油市场的变化，特别是国际油价的波动，可能会对中国

石油安全产生重大，甚至是深远的影响。 石油供应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了可能

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和国家对外战略利益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表1 西方对千石油进口依赖与石油安全脆弱性的评价方法

评价方法 物质范围 经济范陨
进口价值

进口依赖 进口釐占供应世的比重 进口价值占产品总价值的比重

世界出口的比重
库存供应的天数

人均 GDP消费量
石油安全脆弱性 波动能力

人均 GDP支出量
运输部门石油消费
单位资本石油消费

资料来源：转引自吴磊，《中国石油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 页。

三、中国石油安全的战略抉择

解决石油供需矛盾的方法主要有二： 一 是降低需求；二是增加供给（见图

4)。 就降低需求而言，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石油需求降低将直接影响国民经济

及其发展；二是不影响国民经济及其发展。 前者属千非石油安全状态，根本不

在石油安全战略选择范畴之内；后者的实现有赖于科学技术发展（包括寻找替

代品与提高使用效率）和提高石油及其产品的使用效益，在科学技术没有突破

性的进展出现之前，就难以在短时期内减少对石油需求的增长，解决路径亦难

以顺畅。 尤其是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石油消费增速迅猛的情况下，奢谈

降低石油需求只能是 一 个假想。 据专家估计气2001 ~ 2010年 ，若中国的

GDP年均增速为7%，石油强度保持在 o. 7%，石油消费增速为4.9%,2010

年的石油需求量将达到3.4亿吨（合650桶／日）；2010~ 2020年间，中国的

GDP 增速为5%，石油强度下降到0.6%，石油消费增速为3.0%, 2020年的

石油需求量将达到4.4亿吨（合850桶／日）。

就增加供给来讲，也存在两种选择，一 是提高国内产量（路径二）；二是增

加石油进口（路径三）。 前者受到国内石油储量和石油企业生产能力及效率的

制约；后者受到世界环境和对境外石油资源控制的影响。 表面上看，前者比后

者更有利于国家石油安全，但是，深入分析表明事实上并非如此。 从长远角度

审视，提高国内石油产量主要受制于国内石油储量，而企业生产能力与效率的

影响程度相对有限。 中国是世界第五大产油 国，2002年年产石油1.67亿吨，

目前，中国石油的采油量和可采储量是1 : 12 ，而世界石油的采储量是1 : 45, 

中国石油的资源储量严重不足。 根据1994年 中国石油地质学家第二次油气

资源评价结果，中国石油资源蕴藏总量为1 058亿吨。 在已经探明的储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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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为24亿吨，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为l. 1 万亿立方米。 然

而，国际上对中国石油探明储量的估计却比中国石油地质学家的数字低得多，

《世界能源统计评论》和《油气杂志》对中国石油探明储量的估计一直是240亿

桶，储产比不到15 年。 从静态角度预测，在没有重大探明储量增加的清况下，

中国目前的石油探明储量在20年内将开采耗尽。 此外，中国部分石油（气）田

已经进入开采的后期，含水高，开发难度越来越大，以中国最大的油田——大

庆油田为例，巳经开发40多年的老油田，虽然创造了连续27年原油产量稳定

在5 000万吨以上的辉煌记录，但是已经开始步入产量递减阶段。 这一切均表

明，中国缺乏石油快速和长期增产的坚实的资源基础。 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和

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增加石油进口的可行性确实存在，石油进

口是解决石油供需矛盾的一条有效路径，关键取决千对境外石油资源的控制。

广--－－－－－－－－－－－-－-－－－－－－－－－－---

响因素：

界环境、石油资源控制
I 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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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图4 中国石油安全战略抉择的基本思路

比较分析表明，路径二比路径三制约瓶颈更大（参见图4)，换言之，路径

三对于化解石油供需矛盾的可行性更大一些，问题的关键在于石油进口对于

石油安全的影响程度。 石油对外依赖程度的增大无疑对石油安全是一个潜在

的负面因素，但是石油对外依赖程度大并不等同于石油安全的脆弱性。 事实

上，中国石油安全问题的症结并非完全在于石油进口依赖程度的大小，多元化

的石油来源可以有效地化解石油对外依赖程度增加所产生的潜在石油安全危

机。 其一，中国石油进口来源趋于集中化是中国石油安全的一大隐患。 1995

年以来，中国石油进口来源的集中趋势却越来越明显，来自中东的石油越来越

多，由199 0年占进口总量的 39. 4％变为2000年的 53. 6%。 对于中东石油日

益增加的依赖成为中国石油安全的重大挑战。 其二，世界石油分布的不均衡

决定了依赖石油进口并非只是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个案。 据估计，截止2000

年，中东原油探明储量为6836亿桶，占全球石油探明储量的 65%，天然气占

35%；而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的原油和天然气探明储量总计只占全球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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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某些石油来源地的长期战乱增加了石油进口风险。 中东石油在全球的

地位不言而喻，然而中东地区的战乱增加了石油来源地的风险。 例如，仅沙特

阿拉伯和伊拉克的石油探明储量占世界的比重就分别达到25. 5％和10. 8%。

石油来源地风险增大，需要石油进口来源多元化加以平衡。 其四，虽然从保证

国家经济的独立性来讲，应该减少对于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 但是，通过分析

表明中国尚无法摆脱对于进口石油的依赖，在此前提下，若能够确保石油进口

的来源畅通同样可以解决石油安全问题。 一国进口了2％或50％的石油，只

是表明了依赖水平的高低，而没有表明面临油价冲击和石油供应中断时其经

济脆弱性的严重程度，此时的物质依赖性对石油安全的影响应该是有限的。

在石油供应中断和国际油价暴涨的情况下，相比物质依赖程度低的国家，物质

依赖程度高的国家所受到的冲击和影响更严重，此时的物质依赖对石油安全

才具有实际意义。 其五，经济学
”

大数定理
”

阐明，需求方固然受到供给方的制

约，尤其对于石油一类的稀缺资源，但是随着可选供给方数目的增加，需求方

所受到的制约会越来越小，甚至双方的角色存在对换的可能。 因此，通过增多

石油进口来源，有可能确保合理价格范围内的石油足量供应，这才是中国石油

安全战略抉择的关键所在。

石油安全战略抉择的基本分析决定了中国石油安全战略可以归纳为
“

应

急的石油储备
”

和
“

多元化的石油来源
”

两个核心。 石油安全从时间维度考察

可分为短期安全和长期安全，两个核心正好与此相对应。 如果把经受得起暂

时的供应中断作为石油安全的目标的话，则建立和维持应急石油储备应该是

最直接的解决方案；如果石油安全的目标是要捍卫国家经济免受石油资源枯

竭和油价上涨的影响，则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充足的供应来源，其解决之道

是使石油安全战略建立在鼓励寻求充足资源的安全有效地开发利用的基础之

上。 应急石油储备可以解决短期石油安全问题，平抑石油价格波动，减少石油

供给突变对国民经济的冲击；而多元化的石油来源则可以有效解决长期石油

安全问题，保证石油供给，支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中国石油安全战略固然应该是一个系统性、全局性的战略，包括各个领

域、各个层面战略的协调配合，但是，在石油安全战略中，必须抓住关键环节或

关键点，而这一关键点就是有益于各备选路径的影响变量一中国石油企业

的国际竞争力。 石油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反映了企业生产能力与效率，因此不

仅对千提高国内石油产量至关重要，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决定了其跨国投资控

制境外石油资源的能力。 石油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决定了中国石油产业竞争

力，是中国石油企业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前提，是拓展石油进口来源的利

器。 石油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中国石油安全战略体系的营养根系，不仅是石

油安全战略这棵大树赖以生存的支撑动脉，而且还能够繁衍滋生出更多更有

生命力的国家石油安全战略的繁茂枝叶。 因此，中国政府必须面对这一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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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油安全战略制订和实施中，更加重视和支持石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为此，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强化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加强石油

企业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在国内形成有效的石油企业竞争环境，以及对于石油

企业海外投资予以强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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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Strategy Choice of 

China's Oil Security 

CUI Xin-j ian 

(Center for 心rsea Company Studi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in,China 300071) 

Abstract: Oil security is significant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develop

ment of China. Empirical analyses show that the incessant rapid growth of 

economy in China has amplifi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oil, and that the dependence rout on oil has been formed, which 

will be difficult to change, thus the security problem of oil security is 

increasingly revealed. The security strategy of oil in China can be concluded 

as the two nucleus of''emergent oil reserve" and "diverse sources of oil" and 

one key point as''improv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petroleum 

enterpris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and support the 

improve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petroleum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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